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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参考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的《物品电子编码信息服务规范第1.1版》[EPCInformation

Services(EPCIS)Version1.1Specification]编制。
本标准由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射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北

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畅想物联(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艳、鄢若韫、李志敏、胡敏、王隆、董腾、赵辰、杜寒、郑婧婧、肖文康、杨子龙、

侯汉平、王俊宇、张秋霞、易晓珊、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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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与物品电子编码信息服务(EPCIS)1.1版本的技术内容无变化。EPCIS目标是使不同的应

用程序在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创建和共享可见性事件数据。这种共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用户在相关

业务环境中获得物理或数字对象的共享视野。
在EPCIS的相关标准中,“对象(Object)”通常指由类级别标识或者单品级别标识所标识的物理实

体,并且这些物理实体涉及一个或多个组织整体业务流程的实际操作步骤。这些物理实体包括贸易项

目(实体类产品)、物流单元、可回收资产、固定资产、物理文档等。“对象”也可指数字化产品,也由类级

别标识或者单品级别标识所标识,并且也涉及上述类似的业务流程步骤。这些数字化产品包括数字贸

易项目(音乐下载,电子书籍等)、电子文档(电子优惠券等)等。本标准中 “对象”是用来指代一个物理

实体的或数字化产品,其由类级别标识或者单品级别标识所标识,是一个业务流程中的主体。EPCIS
数据由“可见性事件”组成,其中每一个“可见性事件”是一个或多个对象完成特定业务流程的记录。

EPCIS标准的最初设想是,通过共享物理实体或数字化产品的详细信息,加强贸易伙伴之间的合

作。EPCIS这个名字反映的是物品电子编码发展最初阶段所做的努力。然而应该指出的是,EPCIS并

不要求使用物品电子编码和射频识别数据载体,甚至EPCIS1.1版本不要求单品级别的标识(物品电子

编码在最初设计时仅针对实例级对象标识)。EPCIS标准应用于采集和共享可见性事件数据的所有情

形,EPC这个名字的表述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存在。

EPCIS提供开放、标准的接口,该接口允许在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经过良好定义服务的无缝集成。
在EPCIS标准中定义的标准接口能够使用定义的服务操作集与相关数据标准去采集和查询可见性事

件数据,并与安全机制结合满足用户企业的需求。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涉及一个或多个可见性事件数据

的永久数据库,尽管无需永久数据库,服务方法的元素也可以用于应用程序之间的直接共享。
不论永久性数据库是否存在,EPCIS标准规定的只是应用程序之间的标准共享数据接口,用来采

集可见性事件数据,还用于数据访问。它并未规定服务如何运行以及数据库本身如何实现。除了规定

需要通过标准的EPCIS采集操作得到的数据外,本标准未定义EPCIS服务如何获取/计算它们需要的

数据。互操作性需要标准化的接口,然而接口的实现却允许提供技术和实施标准的企业或实体间进行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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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电子编码 信息服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物品电子编码信息服务的抽象数据模型层、数据定义层、服务层接口,并规定了数据

定义模块、核心采集操作模块和查询操作模块的XML语法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采用EPCIS标准,使不同的应用程序在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创建和共享可见性事

件数据,进而使用户能够在相关业务环境中获得物理或数字对象的共同视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2905 条码术语

GB/T17295 国际贸易计量单位代码

ISO8601 数据元素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的表示(Dataelementsandinterchange
formats—Informationinterchange—Representationofdatesandtimes)

GS1核心业务词汇第1.2版[GS1CoreBusinessVocabulary(CBV),version1.2]

GS1物品电子编码标签数据标准第1.9版(GS1EPCTagDataStandard,version1.9)

GS1物品电子编码信息服务第1.0版(GS1EPCInformationServices,version1.0)

GS1技术文档 EDIINTAS1和 AS2传输通讯指南(GS1TechnicalDocumentEDIINTAS1and
AS2TransportCommunicationsGuidelines,Issue1,February2006)

RFC2246 传输层安全协议(TheTLSProtocol,Version1.0)

RFC2396 统一资源标识符(URI):通用语法[UniformResourceIdentifiers(URI):GenericSyn-
tax]

RFC2616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1.1(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HTTP/1.1)

RFC2818 TLS之上的HTTP(HTTPOverTLS)

RFC3268 用于传输层安全性(TLS)的高级加密标准(AES)密码套件[AdvancedEncryption
Standard(AES)CipersuitesforTransportLayerSecurity(TLS)]

RFC4130 使用HTTP的基于 MIME的安全对等业务数据交换,适用性声明2(AS2)[MIME-
BasedSecurePeer-to-PeerBusinessDataInterchangeUsingHTTP,ApplicabilityStatement2(AS2)]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5、GB/T17295和GS1核心业务词汇第1.2版(CBV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3.1 
物品电子编码 electronicproductcode;EPC
通过RFID标签和其他方式广泛识别物理对象(例如贸易物品,资产和位置)的标识方案。
注:标准化的EPC数据由一个EPC(或EPC标识符)以及可选的滤值组成,其中,EPC用于唯一标识一个或者一类

单独的对象,滤值则在当被判断为需要有效和高效地读取EPC标签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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